
C06
2010年8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雒武 组版：五军

今日青岛·热点

你练乐器，别打扰别人休息
假期“高雅噪音”成居民区顽症
本报记者 姜萌

“暑假里，楼上的孩子练
琴很勤奋。”徐州路某小区的
住户米先生抱怨钢琴声成了
闹钟。“平时上班，早上七点多
起床也就忍了，可周末想睡懒
觉，楼上还是照练不误。”米先
生表示，有时候也仔细听过练
的是什么曲子，但对方总是重
复一个调调，有时可能是练得

累了，就胡乱敲着琴键，那真
成噪音了。他向记者介绍，不
光是他，邻里之间其实都接受
不了。“前两天去上班，看到楼
梯口贴着‘请勿让钢琴扰民’
的字条。”

麦岛路某小区的李小姐
也深受“高雅噪音”之苦。原来
李小姐的邻居家也有架钢琴，

经常从晚 8点弹到晚快 10点。
“每天就像咒语一样，准时响
起。”李小姐表示，本来工作了
一天，晚上该是安静地享受时
间，自己虽然欣赏音乐，但长
时间的“轰炸”让她很是无语。
“关上窗户，拉上窗帘都能听
到，这钢琴的穿透力怎么这么
强？”

一天工作10小时

月余没见一分钱

打工大学生
心里直打鼓
本报记者 李珍梅

住户反映】高雅音乐成“噪音”

25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
开设家庭课堂的退休钢琴教师
詹女士，她告诉记者，她的钢琴
班每天上午8点开始就开始上
课，一直到下午 6点。下午 1点
到两点半休息。“小区里暑假来
上课的孩子很多，每天大概有
十几个。”她向记者介绍说，平
时为了学生出入方便，上课的

时候会直接开着大门，但是因
为这个，同楼的其他住户也来
找她反映过声音太大。“只能是
在孩子弹琴的时候关紧了门
窗，尽量不吵到别人”。詹老师
表示，若是这样还会影响到邻
里，她只好考虑买隔音板了。

冯女士的孩子今年高一，
准备走钢琴艺考道路。提到“弹

琴扰民”，她颇是无奈。“弹琴又
不像是听音乐，插上耳机谁也
影响不了。”她表示钢琴是孩子
的未来，绝对不能放弃。“只能
是在学校里多练习一下，回家
练习的时候挑合适的时间。如
果孩子将来在音乐上能有成
就，我们也会很感谢邻居的理
解和包容。”

弹琴者言】关紧大门也得弹

青岛市盈隆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陈姓负责人告诉记
者，物业经常接到业主有关
“高雅噪音”的投诉，“特别是
每次考级前的那段时间，每天
能接到两三个投诉，最多的时

候一天接了 5个。”他介绍说，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物业都会
找到“噪音”的制造者，让其尽
可能的调整好练习时间，练习
时尽量的关闭门窗，以减少对
其他业主正常生活的干扰。

“看起来是个小事儿，协调不
好很可能变成邻里矛盾的导
火索，实在不至于。”不过他也
表示，大多数业主都表示以和
为贵，邻里间应该互相包容，
各退一步。

物业观点】尽量协调找到平衡

优美的钢琴声在小区里也能变成“噪音”。邻居家每天早晨准时响起钢琴声，虽然优美，却因为练

习时间过于频繁而给周末想睡懒觉的的市民造成了不少困扰，据了解，市民因为这种“高雅噪音”所产

生的矛盾，无处“诉苦”，甚至连法院都因为“无法可依”难受理此类案件。

是否有机构可以监管这类
生活噪音？青岛市环保局的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我国
对邻里之间生活中出现的噪声
扰民现象没有相关标准限值规
定，“没有办法界定，有些市民
也许还认为邻居切肉、捣蒜的
声音是噪音呢。”他表示，国家
也没有相对应的噪声监测方

法。
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

的宋华波律师表示，据他了解，
青岛已经出现过居民不堪琴声
所扰起诉到法院的案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
法》规定：“使用家用电器、乐器
或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
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

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
造成环境噪声污染。”但我国对
于非固定声源的噪音问题没有
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因此，
对于因类似噪音产生的纠纷，
通过诉讼途径一般很难解决，
但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排除妨碍，如果造成损失
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相关部门】无法无规难监管

滨州学院大二学生小李，通过中介到城阳一

家塑料厂打暑期工，用工协议上写明“工作完成

15个工作日结算工资”，但工作一个多月了，到现

在一分钱工资都还没拿到。眼看着暑假都要结束

了，小李不禁担忧起来。省城一高校老师建议，学

生打暑期工签协议时，应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学生担忧

同一工作却签两份不同协议

干了一个多月未见一分钱

滨州学院大二学生小李于
7月17号，通过一个名为就业资
讯一卡通工程项目组中介，来
到城阳一家塑料厂打暑期工。
小李告诉记者，前来塑料厂打
工的同学有180多名。来工厂后
的一个中午，当他们正在午睡
时，过来几个人让他们签了第二
份协议书。而在此前，他们已经
和甲方“就业资讯一卡通”签了
一次协议。“怎么现在甲方又成
了胶南的一个职业培训学校，要
是以后有什么问题了我该找谁
呢？”小李不解地说，两份协议上
的甲方不同，他担心万一有什么
事情双方互相推诿。

据小李介绍，来之前，中介
表示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在

1100元/月以上。“可我们现在
每天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7点，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而且周
六、周日也要加班。但一个月多
少钱我们却不知道。”小李说，
当初协议上写的是“工作完成
15个工作日结算工资”，而到现
在已经工作37天了，却还没有
给发一分钱工资。

小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当初来的时候还交了87元报
名费、200元车费和体检费。
“中介负责人说要等我们走之
后才能把钱打到工资卡上，那
到时候要出了什么问题，我们
是钱也没挣到，反倒亏了。”小
李一脸地担忧。

>>中介说法

签俩协议是为保护学生

工资要等离职后再发

对于不少打工学生的担忧
和不解，记者联系到“就业资讯
一卡通”相关负责人刘女士。刘
女士解释，第二份协议上的甲
方是他们的合作伙伴。“那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学校，相当于担
保方。”刘女士解释，这也是为
了确保打工学生能拿到工资。
而对于工资的结算方法，刘

女士表示，由于学生打的是暑期
零工，工厂没法给他们一个月一
结。“只有等到工作完全结束后，
会在15个工作日内给他们统一

打到卡上。并不是说工作15天就
给他们结一次工资，这是学生的
一个误解。”刘女士说，现在学生
的身份证已经上交上去，他们正
在为打工学生办理银行卡，到时
候工资由银行统一代发。
“那一个月的工资具体是

多少呢？协议上并没有写清
楚。”当记者问及刘女士该问题
时，刘女士只强调按照协议上
的670元/月的基本工资，加上
每天的加班费。随后以忙为理
由匆匆挂了电话。

>>老师建议

大学生暑期打工，需擦亮眼睛

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李
这样原本想利用暑期打工赚取
生活费，工作半个多暑期后却还
未发工资而惹来一身担忧的学
生不算少数。对此，山东财政学
院人文艺术学院学工办主任李
开传老师表示，大学生暑期打
工，在锻炼自己的同时，也要注
意提升自己的维权意识。“千万
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心理。”

李老师表示，学生打暑期
工，在签协议之前就应该认真

阅读协议上的每一个字，如果
觉得协议内容不合适，就不签。
“每年暑假前期，学校保卫处、
就业指导中心，或者各个院系
都会在校园网上挂出通知，都
是强调大学生暑期打工的安全
问题。以防上当受骗。”
此外，李老师表示，学校辅

导员和院系老师也会经常提醒
学生，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关键还是要靠学生个人的警惕
意识。

练习时弹奏出来的乐曲有时候也是扰民的噪音。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